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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语今读》完成于1989—1994年期间，为李泽厚先生的重要著作之一。
先后对二十篇《论语》逐一读解。
其书的体例分为译、注、记。
译章尽可能最大程度地保持原貌，采用直译，对于专有词汇如“君子”、“小人”则一律不译，而重
要的词汇如“仁”“礼”“义”则有专章说明；注则参考朱熹的《论语集注》、刘宝楠的《论语正义
》、陈树德的《论语集释》等多家注，力求精简全面；记是作者的评论、札记和解说。
或讲本文，或谈哲学、或发议论，无一定之规，明白透彻，文体活泼。
     李泽厚认为，《论语》这本书所宣讲、所传布、所论证的那些“道理” 、“规则”、主张、思想，
已代代相传，长久地渗透在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人们的行为、思想、言
语、活动中了。
它已成为规范整个社会活动和人们行为的准则和指南，并且“百姓日用而不知”，由文化而心理，不
仅极大地支配和影响了人们的思想、理解和认识，而且他作用于人们的感情、想象和信仰，是有关中
国文化的某种“心魂”所在。
孔子和《论语》所代表的儒学，在塑建，构造汉民族之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首
屈一指的严重作用。
因为重要，李泽厚重新译注了《论语》，并围绕今日如何读《论语》这个中心，写下了自己的评论、
札记和解说，统称为“记”。
它们长短不一，品类不齐；或讲本文，或谈哲学；或发议论，或表牢骚；或就事论理，或借题发挥；
并无定规，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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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泽厚，著名哲学家，湖南长沙人，生于1930年6月，1954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
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
李泽厚成名于五十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
八十年代，李泽厚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促引思想界在启蒙的 路径上艰辛前行。
九十年代，李泽厚客居美国，出版了《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等著作，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建构给
予沉甸甸的人文关怀。
《论语》这本书所宣讲，所传布，所论证的那些道理、规则、主张、思想已经代代相传，长久地浸透
在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人们的行为、思想、言论、活动当中了。
对孔子、《论语》和儒学，似乎还要做另一种工作，就是对这一“半宗教半哲学”的文化精髓既解构
又重建的工作。
培育人性感情、了解和区分宗教性私德与社会公德、重视和把握个体命运的偶然，乃《论语今读》的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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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论语　孔子对话录学而第一为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长第五雍也第六述而第七泰伯第八子
罕第九乡党第十先进第十一颜渊第十二子路第十三宪问第十四卫灵公第十五季氏第十六阳货第十七微
子第十八子张第十九尧曰第二十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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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论语今读1.1[学而第一]1.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今译]　　孔子说：“学习了并且经常实践，不是很愉快吗？
有朋友从远方而来，不是很快乐吗？
没有人了解自己，并不烦恼怨恨，这不才是君子吗？
”[今读]　　一　　这是《论语》的第一节，一开始就奠定了一种从容、愉悦的情感基调，孔子少有
戚戚于心的愁肠百结，少有怀才不遇的恓惶怨怒，这种心态智识被李泽厚看成是中国文化里“乐感文
化”的关键，并与西方的所谓“罪感文化”对举。
他把“习”字理解为“实践”而非一般教材的“温习”，借以阐述他的“实用理性”观点。
从纯粹知识的获得到由知识到实践的升发，李氏的理解无疑大大丰富了《论语》首则的哲学内涵。
　　有个外国人望文生义的这样理解“習”字：学习，而时间白色的翅膀飞走了，这不是一件令人快
乐的事。
不能不承认，这充满歧义的理解却给我们以新的诗意发现。
当然学习从古至今，远没有成为一件快乐的事情。
十年寒窗、白发童生、皓首穷经......又有几个是沉浸在纯粹“习得”的过程里而获得精神的富足和愉
悦呢？
考试使得学习带上了功利的枷锁，学习演化为仕进的工具之后，那生动、灵性、机智、美妙的知识一
下子失去了大半光辉。
　　只有当学习真正成为自我内在超越的需求之后，它才会带给人们幸福与快乐。
只有当理念转化为实践，不止于知识的获取并且关注自身的践行，学习才会真正带给我们人格的提升
，并从而感知更美好的快乐。
二　　《礼记.学记》中讲:“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现代人唱“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而李白却说“古来圣贤皆寂寞”。
孔子这里提到的朋友从远方而来，也应该有学习有关。
古代的“朋友”是这样理解的：同门曰朋，同志曰友。
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到来，切磋琢磨，疑义相析，砥砺学问，共同感受知识的乐趣，这，该是孔
子本节的主要意思吧。
至少这远方而来的朋友不是余光中所谓的“低级而无趣”的朋友。
试想，这好朋友时空阻隔既已长远，一朝相逢，或对床夜语，或把酒临风，或坐而论道，那该是多么
令人快乐的事情啊！
　　《晋书》列传五十记王徽之事：“尝居山阴，夜雪初霁，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独酌酒咏左思《
招隐诗》，忽忆戴逵。
逵时在剡，便夜乘小船诣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反。
人问其故，徽之曰：“本乘兴而行，兴尽而反，何必见安道邪！
”何等的风神潇洒！
　　又有白居易《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暮色苍茫，大雪欲来，室内则炉火通红，醅酒待客，客人来后该是怎样的情景呢？
室外大雪纷纷，寒风呼啸；室内围炉品酒，兴致盎然？
赵师秀的《约客》则是朋友不来的焦灼与寂寞：黄梅时节家家雨， 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现代文学史上诸如新月派、文学研究会、九叶诗人等，也大都是朋友聚合而形成的文学盛典！
　　当下少有这样的盛况了，个性也不再是相互吸引、赞赏的品质，而是各自筑就的壁垒，匆促、劳
碌、名利，声光色影淹没了朋友淡如水的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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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以下，当我们再次吟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时，不是想着远方游客的钱袋，就是寂寞书
房的深沉叹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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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论语》作为中化文化的源典，其论证的主张思想已浸透到到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教体制、社会习
俗、心理习惯和行为方式里去。
如何在新的“文化重建”里使古老的典籍重新释放出新的活力？
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便是这样的一本书。
它不是简单地对经典做出字面上的训估与注解，而是在“半宗教半哲学”的对话体里分离出“宗教性
道德”(内圣)和“社会性道德”(外王)，前者成为个体的生活意义和人生境界的追求而后者创化性成
为现代政体的形式，由此培育人性情感、重视和把握个体命运之偶然的“文化重建”。
本书自安徽文艺社出版以来，大受欢迎，此次三联书店新版，更加精美完善，值得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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